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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经济运行开局良好一季度经济运行开局良好未来增长可期未来增长可期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开局良好！近日，国家统
计局发布2023年一季度国民经
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284997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
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
值 1157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第二产业增加值107947
亿元，增长3.3%；第三产业增
加值165475亿元，增长5.4%。

消费成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
关键环节，也是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就“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作出具体部署，明确提出“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6%，比去
年全年明显回升，是三大需求中
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因素。”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
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说。

服务性消费回升明显。从
居民人均情况看，一季度全国
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
名义增长6.2%，明显快于全部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占居
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
提高0.3个百分点。

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随着
居民消费需求逐步释放，升级
类消费增长加快，基本生活类
消费持续增长，支撑商品销售
额稳定回升。一季度，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4.9%，上年四季
度是下降1.7%。

线上线下消费增长加快。
网上消费持续向好。一季度，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7.3%，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实
体店零售逐步改善。一季度限
额以上零售业实体店零售额同
比增长3.6%，增速比1至2月
份加快3.2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倾向有所回升。
随着经济企稳回升，就业形势逐
步改善，消费场景不断增加，居
民消费信心有所提高，带动平均
消费倾向上升。一季度，全国居

民平均消费倾向为62%，比上
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今年以来消费
整体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但也
要看到，居民消费意愿有待进
一步提升。”付凌晖表示，下阶
段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
积极增加优质供给，把扩大消
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结
合起来，不断释放消费潜力，促
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福祉。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当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抓
紧研究起草关于恢复和扩大消
费的政策文件，主要是围绕稳
定大宗消费、提升服务消费、拓
展农村消费等重点领域，根据
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消费品类
的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举
措，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广
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
彭澎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应
有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深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
贴，扶持就业，稳步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改善中高收入群体消
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

规上工业增加值扭转下行态势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
化部总工程师、信息通信管理
局局长、新闻发言人赵志国介
绍，一季度，我国工业经济保持
平稳运行，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3%，总体企稳回升，扭转了
去年 10月以来的下行态势。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个行
业同比保持增长。

从行业看，通用设备、汽
车、化纤行业，生产由前两个月
同比下降转为增长。从重点产
品看，粗钢、发电机组、家用电
冰 箱 ，产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1%、7.5%、8.4%。塑料制品、
箱包、通用机械设备、汽车等产
品出口仍有优势，同比实现两
位数的增长。

工业大省挑大梁作用明
显。工业增加值规模排前十名
的大省中，一季度有6个省份
工业增速高于全国水平。河
北、山东、江苏等工业大省工业
增速显著高于全国水平。广
东、浙江回升势头较好，一季度
两省均实现正增长。

此外，一季度先进制造业
发展态势良好。工业互联网网
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建
成，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
元。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2%，新能
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新兴产品

产量分别增长22.5%、53.2%。
赵志国提到，工业保持平

稳运行，但仍然面临一些困难
和挑战。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制
定实施重点行业稳增长方案，
持续加强政策供给。加大对制
造业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做
好制造业重点外资企业和项目
服务保障，努力稳定工业产品
出口。同时，深入推进消费品、
原材料“三品”行动，促进内需
加快恢复，加快5G、人工智能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
增强发展动能。

经济整体呈恢复向好态势

一季度经济工作是全年经
济工作的“风向标”，发挥好“首
季效应”，对稳定社会预期、提
振发展信心、完成全年目标具
有重要意义。

付凌晖认为，今年以来，我
国经济整体呈现恢复向好的态
势，主要指标企稳回升，经营主
体活力增强，市场预期明显改
善，为实现全年的发展预期目
标奠定了较好基础。从下阶段
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逐步增强，宏观政策显效发
力，经济运行有望整体好转。

付凌晖预测：“考虑到上年
二季度受疫情影响基数比较
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
比一季度明显加快。三、四季

度随着基数的升高，增速会比
二季度有所回落。如果不考虑
基数影响，总的来看全年经济
增长有望呈现逐步回升态势。”

上述预测有多方面因素支
撑，例如投资稳定增长有望持
续。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持
续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同比
增长7%，明显快于全部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8%，
为未来持续发展增强了后劲。
随着刚性和改善性合理住房需
求的释放，房地产销售出现积
极变化，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望
逐步企稳。

再如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增
强。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促
进产业升级发展，5G网络、信
息、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
展，新产业不断涌现。同时，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新产品需求扩大，传统产业节
能降耗改造增多，带动作用也
在增强。

未来经济增长可期。彭澎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一般来
讲，我国经济走势是前低后高，
如果国际环境平稳，从第二季
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会逐步
加快。这种消费提振、预期改
善往往会出现叠加效应。谨慎
来看，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有望；乐观展望，经济增长率会
大大超出预期。”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4月19日，记者从国家发改
委举行的4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2年，长三角区域经济总
量达到 29 万亿元，接近全国
GDP的1/4，全国发展强劲活跃
增长极更加巩固。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
玮表示，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5周年，
该委将紧扣“一体化”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进一步创新体制
机制，在五个方面集中发力，推
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
进展。

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
设。深入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
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促进
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
带协同联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转移，加强城市间优势互补和上
下游协同，全面提升长三角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
平。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
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建设沪
苏湖铁路、通苏嘉甬铁路，高效
推进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统
筹跨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区域水利发展布局，建设
长三角智慧物流体系。

加快建设幸福宜居长三
角。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实
施新一轮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跨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
强湿地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制度，提高数字化、精细化、协同
化治理水平，提高长三角居民异
地工作生活保障能力。

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
更好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
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
心”。深入推进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建

设，促进长三角自由贸易试验
区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能级。

创新一体化发展体制机
制。持续深化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建设，
形成更多创新经验。推进浙江
嘉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
设，打造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
典范。加快建设皖北承接产业
转移集聚区，深化沪苏浙城市
与皖北城市结对合作。

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20222022年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达到年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达到2929万亿元万亿元

“中国第一展”广交会
全面复展云集万商

第133届广交会于4月15日至5月5

日分三个展期在广州举办。4月15日至

4月19日，为期5天的一期活动吸引了来

自229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进馆客流

量超125万人次，参展企业近1.3万家，

展品量超80万件，多项核心指标均创历

史新高。4月23日至4月27日，二期活动

将集中展示日用消费品、礼品、家居装饰

品等轻工产品。

图为本届广交会新增设的工业自动

化及智能制造展区吸引众多客商目光。

中新社记者 陈楚红摄


